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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家的二胎生活都是鸡飞狗跳，好好的日子过成
‘一地鸡毛’，而我家的二胎生活过得井井有条，简直太安
逸了……”1月12日，说到自己家的小日子，市民小楠不
由自主地咧起了嘴角。

小楠有着羡煞旁人的幸福生活，夫妻恩爱，儿女双
全。走进这个四口之家，幸福感扑面而来，小楠安逸地躺
在沙发上看电视，一对儿女安静地坐在一旁玩玩具。“我
儿子比闺女大3岁，这俩孩子从小我就没操过啥心，儿子
特别懂事，天天带着妹妹玩，很会照顾妹妹，他们玩过的
玩具，也会被哥哥收拾得干干净净。”小楠一边摆弄着茶
台泡茶喝，一边满脸自豪地向记者述说着她幸福的小日
子。

“双方老人偶尔会帮衬一下我们，在生活中照顾妹妹
的事儿基本都是靠哥哥，别看他才8岁，照顾起妹妹别提
多细心了，带他们去逛街时，哥哥的视线从不离开妹妹，
有什么好吃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妹妹。我家这小妮儿
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个这么操心的哥哥。”说到儿子的懂
事，小楠非常得意。

小楠正说着，只见妹妹拿起茶几上的一块牛肉干送
到哥哥的嘴边，说：“哥哥，家里就剩一块牛肉干了，你的
最爱，快吃了吧。”哥哥赶紧接过来，把牛肉干掰开，分给
妹妹一半，两个人开心地吃了起来。“哥哥平时对妹妹
好，她有啥也都先想到哥哥，我有时候还会吃醋呢。”小
楠撇了撇嘴，笑着说道。

看到眼前这温馨的一幕，小楠打趣道：“现在都鼓励
年轻夫妇生三胎呢，我也不能拖后腿，要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再生个小孩，让哥哥暖男的特点继续发扬下去。”

语罢，一阵阵笑声在这个温馨的家中回荡着。

对于熊爱霞来说，每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春节
期间亲友来家里，她和丈夫做上一桌好菜招待大家。
桌上是琳琅满目的各式菜肴，大家边吃边聊，在欢声
笑语中尽享节日带来的快乐。

“锅巴肉片是春节期间必做的菜，大人小孩都喜欢
吃。”1月12日，解放区民生街道世纪新区某居民楼内，
今年54岁的熊爱霞笑着端出了她的拿手菜——锅巴
肉片。

锅巴肉片色泽金黄，搭配青红辣椒，更添食欲。

吃起来肉片滑嫩、锅巴酥脆。
熊爱霞向记者介绍了锅巴肉片的做法：里脊肉

切片，加入生抽调底味，再加粉芡抓拌均匀，使肉质
嫩滑。抓好的肉片放置一旁腌制入味，把青红辣
椒、竹笋、黑木耳等切片，葱、姜、蒜切好备用。起锅
烧油，油热把腌好的里脊肉滑入锅中，炸好后捞出
备用。锅中留正常量底油，油热放葱、姜、蒜爆锅，
把切好的配菜下锅，待七成熟时把炸好的肉片放入
锅中，再加入蚝油、盐、糖等调味，调好之后加入适
量高汤，调至最小火备用。另起锅烧油，把锅巴过
油加热后捞出，再将肉片浇在锅巴上，锅巴肉片就
做好了。

除了锅巴肉片外，熊爱霞的拿手菜还有很多，如
梅菜扣肉、鱼香肉丝、珍珠丸子、咸蛋白菜等。“我的父
亲是湖南人，对吃特别讲究，在他的影响下，我从小对
美食方面就很有研究。”熊爱霞说。

上世纪70年代，熊爱霞与父母、姐妹住在某矿区
家属院，院内是一排排的平房，父亲就在平房旁边的
小厨房里用瓦罐烧红烧肉，香味四溢，家属院内的很
多小孩子闻着肉香跑过来，父亲毫不吝啬地把肉舀出
来给孩子们吃。

1990年，熊爱霞与同事邓朝俊结婚。邓朝俊是
四川人，熊爱霞祖籍湖南，两个爱吃辣的人走到了一
起。“工作空闲时，我就和丈夫琢磨怎么吃，他掌厨，我
打下手，慢慢我也开始尝试着做，一道道菜就是这么
做出来的。”熊爱霞笑着说。

正因为夫妻俩做饭好吃，过年时，熊爱霞的父母
和姐姐一家人、妹妹一家人都来家里做客，她和丈夫
需要做20多道菜才够一大家人吃。看着大家聚在一
起尽情享用美食，尽管很累，熊爱霞却十分开心。

左上图 熊爱霞在展示做好的锅巴肉片。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本报记者 赵改玲

上周，我们介绍了新华街，今天登场的是和
平街。

说起和平街，它已不只是靠美食取胜，还有
些不经意的暖心小细节，让这条街充满温度。

这里的市井生活浓郁。
谁小时候没在和平街市场买过新年衣裳

呢？如今，和平街市场依旧热闹。市场里面似
乎永远流淌着旧日情怀。比如，在其他地方几
乎“绝迹”的打毛衣这项手工活，在这里还热闹
登场，每到冬日阳光明媚之时，打毛衣爱好者就
会聚在一起进行编织，不管是给长辈织毛衣，抑
或是给子女织毛衣，它们共有的名字是——温
暖牌毛衣。

如果要画一张焦作美食地图，和平街的“版
图”绝对很大，这里是不少吃货每天的打卡地。

1月13日，在和平街一家鸡蛋灌饼小店内，
排长队买饼的几乎都是年轻人，大家相距一米
线，耐心等待着鸡蛋灌饼出锅。“香喷喷的，不仅
自己吃，还给同事捎几个。”食客刘凯告诉记者。

和平街旁的程记元宵、矿山擀面皮、白吉
馍、东方红烧鸡……已被吃货们编成顺口溜，就
像DNA一样，已经成为焦作人的美食基因，包
括新焦作人，也从这些美食中寻觅乡愁。来自
陕西延安的张白妞，就从和平街的擀面皮中吃

出了老家味道。
和平街美食多是有历史渊源的，一出生就

带着烟火气。和平街曾叫“粮食坊街”，也曾因
这里有“协盛和”酱菜园而取名为“协盛和街”，
这里的“张三包子”“邢家羊肉汤”“蒋家油条豆
浆”“五福楼饭庄”曾驰名焦作，一时风光无两。

新时代，和平街有了新气象。
1月13日，记者看到和平街旁的山阳区塔

南路小学门口有公共座椅，不少老年人走累了
就坐一会儿歇歇脚。

“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累了就坐在这里歇
歇，木凳子，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正在公共座
椅上休息的刘秀娥大妈说。

这样有温度的公共座椅，和平街还有一些，
它们似乎在无声地说，和平街“有地方坐”“坐得
下来”。

2021年8月6日20时，和平西街20根5G
智慧灯杆首秀。除了照明外，这些智慧灯杆还
兼具无线监控、公共广播、5G基站、空气质量监
测、环境监测、一键报警、信息发布以及手机、电
动车充电等功能。

“黑科技”的应用，让老街引领时尚。
这就是和平街，老街从未走远，打造市井生

活印记，一直在努力。
上图 和平街街景。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和平街：

我家“与众不同”的

二胎生活
本报记者 李 征

家有

儿女小楠带着儿女在小区玩耍。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熊爱霞：锅巴肉片里的年味儿
本报记者 宁江东

我家

大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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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蔓延，各个小区卡点重建，小喇叭
开始广播，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坚守在岗位上。

虽然人们没有疫情大暴发时的恐慌，新冠
肺炎病毒株不断变异，由德尔塔变为奥密克戎，
奥密克戎毒株主要在上呼吸道复制，使其更易
于传播，人们谈毒色变。

看着志愿者的红马甲，看着他们认真值守，
使人心安，让人敬畏。红色是正能量的颜色，因
为有了这些红色，小区才能在疫情蔓延的情况
下保持安宁，居民才能在人间烟火里徜徉。

在刺骨的寒风中，帆布帐篷是卡点值守人
员的避风港，帐篷外的小桌子是值守人员的站
位。在疫情蔓延的当下，他们就是标兵、社区的
镇海神针、新冠病毒的克星。

小喇叭广播，让市民知晓了病毒的传播状
况，了解了注意事项和预防知识，人们焦虑的心
情得以舒缓。

疫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无畏，逞能冒
险。只有人人作好防护，按照要求作好防控，就
会减少病毒的传播。

疫情，也促使我们改掉不良习惯。在日常
生活中，我们都是聚餐共饮，排队无矩，经过几
轮疫情蔓延，使我们认识到，生活的无间距应该
改变，甚至必须掘弃。

报纸、融媒体、公益广告栏等不断宣传公筷
公勺和分餐制，现实却大打折扣，认为这样麻
烦，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嫌弃之感，影响友谊。
餐桌上的公筷公勺成为摆设，勺子只是在喝汤
时用用而已。

我国是礼仪之邦，热情好客是人之常情。
猜拳行令，交杯换盏，将自己酒杯中的酒来回倒
入他人酒杯，一双双筷子在满桌佳肴中翻飞，三
只小酒杯被婚宴众客人共饮，只有这样才喜庆，
才够情谊。殊不知，这种“亲密无间”带来了许
多隐患，容易造成疾病和病毒的传播，这种“友
好”的习惯应该彻底不再“友好”为好。

个别熟食店，在店外经营，车辆和人员经
过，粉尘和飞沫会污染食品。有的店员手指在
嘴唇上沾下唾沫搓开塑料袋，又用沾了唾沫的
手将食品装进塑料袋。吃着这样的食品，好像
吃进了苍蝇。

管理较好的市场，取消了店外经营，室内既
整洁又卫生。店员戴着口罩和一次性手套，沾水
搓塑料袋，看着让人心里舒服，顾客大胆放心购
买，生意非常好，既增加了收入，又让顾客吃上了
放心食品，双赢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疫情逼着我们改变生活习惯，只有良好的习
惯，才能隔绝病毒。握手是礼仪，拱手才是传统，
今天看来，咱们的祖先超有智慧。生活的许多细
节，需要我们去努力改正，健康卫生无小事。

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手机付款、转账，降
低了现金流转的传染风险，如果还是用现金结
算，我想病毒会更加肆虐。

洪水泛滥，使我们的排洪设施得到完善；疫
情肆虐，促使我们的生活习惯彻底改变。亡羊
补牢犹未晚，抗击疫情传播，改掉不良习惯，才
能阻断疫情蔓延。

看着各个路口“人民至上服务站”的牌子，
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对出入小区人员和车辆
认真盘查，验码、测温、登记、消毒，严管严控，
人们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中华民族历来能在苦难中前行，在挫折中
奋进。灾难面前彰显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崇高，
挫折使华夏儿女更加团结，更加有向心力。

没有中华民族闯不过的关卡，严管过后会
更加繁华。寒风呼啸的声音和皑皑白雪里沙沙
的脚步声，是为了迎接春的来临。在寂静里倾
听自己的心音，是奋进中的歇息，漫漫人生路上
的驿站。

跌宕起伏才能踏浪前行，疫情过后华夏会
更加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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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春节马上就要到来啦。
乙：是啊，再有十几天就要过年

了。
甲：过年多好啊。
乙：穿新衣，戴新帽，还能放个

大雷炮。
甲：什么大雷炮，咱这城市禁放

鞭炮都几年了。
乙：这不是在说相声嘛。
甲：马上就要过年了，可今年我

咋就高兴不起来呢？
乙：心里头沉甸甸的，还堵得慌。
甲：这是为什么呢？
乙：还不是因为那个“奥秘窟

窿”……
甲：啊？“奥秘窟窿”？
乙：不对，那叫“奥密克戎”。
甲：我知道叫“奥密克戎”。
乙：那你为啥还要说错？
甲：“奥密克戎”太拗口，为了好

记又好听，我就叫它“奥秘窟窿”。
乙：有你这么改的吗？
甲：咱不是在说相声嘛
乙：这还差不多。“奥秘窟窿”，

“奥秘窟窿”……
甲：这“奥秘窟窿”一来，啥都不

好办了。
乙：你说说都是啥都不好办了？
甲：你看，小区的门都关了，过

去，我去找老同学喝酒，出了西门就
到了；现在，绕这么一大圈终于绕到
了，酒馆却关了门。你说说这算个
啥事啊。

乙：是嘛！
甲：还有呢，我女儿本来要带小

外孙回来过年，现在也来不了了。
当我在手机里听到小外孙叫姥爷的
声音，却见不到孩子时，你知道我是
啥感觉？

乙：啥感觉？
甲：就好像是有人在割我的心

哪。
乙：别伤心，别伤心，这不是特

殊时期嘛。“奥秘窟窿”一走，一切都
会好起来的。

甲：还有，小区的门也不好开了。
乙：这怎么讲？
甲：原来你站在刷脸机前，那门

唰地就开了。可现在你在寒风里站
半天，这样照那样照，它就是无动于
衷。

乙：那是为什么呢？
甲：我猜啊，它可能是太累了。
乙：太累了？
甲：是啊。你想原来五个门出

入，现在全小区的人都挤到了一个
门，它能不累吗。

乙：那是你没掌握住诀窍。
甲：还有诀窍啊？
乙：有啊。
甲：什么诀窍，你快说给我听。
乙：我跟你说啊：一点头，二卸

帽，第三还得笑一笑（卸帽放在桌子

上）。
甲：这行吗？
乙：不信你试一试。
甲：（跑步来到小区门口）一点

头，二卸帽，第三我就笑一笑。哎，
果然开了。

乙：我再教你个法子。要是这
个万一还不行，你就跟在美女后面。

甲：跟在美女后面就行了？
乙：那当然了。不信，你试一

试。
甲：好的，我跟在美女后面。

哎，美女来了，我赶快跟上……哎，
还真是，那个女青年还没到跟前，它
就开了。

乙：开了吧，信了吧。
甲：还真神了，比卸帽还灵光

呢。可那是为什么呢？
乙：你发挥想象力啊！
甲：想象力，想象力。哦，我知

道了。
乙：你说说我听听。
甲：这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乙：哎，你并不笨嘛。
甲：可它是机器，不是人嘛。它

也和人一样喜欢美女？
乙：这叫万物皆有灵。
甲：哎！我看你挺中，那我考考

你，你说说这“奥秘窟窿”长什么模
样？

乙：长什么样我猜不出来，但我
知道它的皮肤是啥颜色。

甲：啥颜色？你说说。
乙：黑的。黑不溜秋，黑灯瞎

火，黑咕隆咚……
甲：此话怎讲？
乙：这不明摆着吗？
甲：明摆着？
乙：是啊，明摆着。
甲：此话怎讲？
乙：它不是从老远老远的非洲

来的嘛。
甲：哦，非洲来的，就都是黑色

的啊？
乙：你要发挥你的想象力啊。

你看那非洲不都是黑种人，所以它
不就是黑的嘛。

甲：嘿，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
呢。

乙：你没想到的多着哩。
甲：那我再问问你，这种病毒它

还有什么奥秘？
乙：它的奥秘就是窟窿。
甲：窟窿，真的假的？你可不能

瞎说啊。
乙：真的，我没瞎说。它的特点

就是它的中间有个窟窿。
甲：这就是它的奥秘所在？
乙：是啊，错不了。
甲：哦，我突然明白了。
乙：你明白什么了？
甲：它既然是个窟窿，咱把它堵

上，它不就呜呼哀哉了嘛。

乙：是啊。你的脑袋瓜灵光着
呢。

甲：那你说，它的窟窿有多大？
好堵不好堵？

乙：我想呢，最大也超不过一个
水井。

甲：水井？不行不行，太大了，
不好堵。

乙：那就再小点？
甲：再小点。
乙：好，那就再小点。最大也超

不过一个水桶。
甲：水桶？不行，还是大，咱俩

人去也不行。
乙：那就再小点？
甲：再小点，再小点好堵。
乙：再小点，那就像个拳头吧。
甲：好，这样好，好堵。
乙：好吧，那咱就开始堵了啊。
甲：开始！
乙：怎么开始呢？没有工具呀！
甲：是啊，工具在哪儿呢？
乙：这得依靠科学家，工具在他

们手里掌握着呢。
甲：那你说咱俩还不行？
乙：咱俩说相声的，怎么能行

呢？
甲：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那怎么办呢？
乙：赶快去找他们啊！
甲：找他们干什么呢？
乙：把咱们的新发现告诉他们，

让他们来堵窟窿，来消灭“奥秘窟
窿”啊！

甲：是啊！找他们要工具一起
堵窟窿呀！

乙：对啊。你这脑袋瓜灵光着
呢。

甲：好的。我喊一二三，咱俩一
起去找啊。

乙：好的，一起跑，找科学家，来
堵窟窿。

甲：一、二、三……
（二人离开桌子兜圈子。）
乙：咱今天找，明天找，找不到

工具不睡觉。
甲：咱北京找，上海找，找不到

武器不回焦。
甲乙同时：咱找到工具堵窟窿，

看你这病毒哪里逃，哪里逃！
（乙至中途，摸头拐回。）
甲：还没找到你怎么就拐回了？
乙：我的帽子忘舞台上了，我得

回去取呀！
（甲也跟着回。）
乙：你怎么也回来了？
甲：我帮你取帽子啊。
（二人来到桌边，乙拿起帽子，

学杂技演员，把帽子高高抛起，却落
在了甲头上。甲把摘下的帽子抛向
空中，落到了乙的头上。二人相视
而笑，同时卸帽对观众鞠躬，然后同
步小跑下舞台。）


